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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今年以来，数字化中心共上报受理 41万余件，
立案 39万余件，派遣 38万余件，12319服务热线电话
受理各类投诉咨询 7万多件，其中协调处理媒体转报
的疑难案件450件。

目前，我市已接入数字化城管系统并正常运行
的终端单位有：市内金水、二七、中原、管城、惠济
5 区、郑东新区、高新区、经开区、火车站地区 4 个
管委会和市建委、市交委、市城管局等 13 个市直局
（委）及移动、联通、供电等 6 家市级专业部门，形
成了覆盖市、区、街道（办事处）和各个相关专业管
理部门的分层多级的管理网络。数字化中心运行

至今，各区对市级平台派遣的各类城市问题处置
率一直保持在 95%以上。

此外，除了日统计、周汇总排名、月评优评差的考
核机制外，市城市管理综合考核办公室还将数字城管
的考核结果作为主要依据之一，实施对相关单位的奖
惩，数字化城市管理在城市日常管理和管理考核中日
益发挥作用。

“数字化中心提高了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，把城
市管理转为常态的、长效的、精细化的管理，这必然是
城市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，而我们也希望通过数字化
中心，为市民创造一个更加幸福的城市。”郭勇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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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底前，四环内实现数字化城管全覆盖
“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微博”已开通，邀您参与城市管理

《郑州市城市管理整
治提升活动实施方案》中
提出，2012 年，数字化城
市管理实现全覆盖，并在
日常管理和城市管理考
核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
挥。

我市数字化城市管
理中心运行3年以来，三
环以内 320 平方公里已
全部覆盖郑州数字城管

系统，预计年底前三环至四环之间的地
理基础数据也将建设完成，这意味着，
四环以内实现全覆盖。

“数字化中心提高了城市现代化管
理水平，把城市管理转为常态的、长效
的、精细化的管理，这必然是城市管理的
未来发展方向。”数字化中心副主任郭勇
说。 晚报记者 薛璐 李萌 黄盈/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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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幸福
郑州，城市宜
居是根本。具
体到城市管理

整治本身，水
电气暖等 配
套公共设施的
完善成了老百
姓生活品质提
升的基础与保
障。

明 天 的
《城市管理整
治提升》专栏
将重点报道公
共事业管理整
治的提升目标
以 及 发 展 规
划。如果您有
跟供热用水用
电相关的建议
或故事，都可
以拨打热线电
话96678或 发
邮 件 至
lmvd@sohu.
com 告 诉 我
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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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天早上8点，毕素娟都会准时出现在淮河路工人
路口，两年多来，天天如此。

毕素娟是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（下称数字化中心）
一名普通的信息采集监督员，用她的话来说，“我就是
一个用相机扫街的，天天盯着脏乱差的地方。”

哪里有破损的窨井盖，哪里有垃圾没有清理，哪有
占道的小商贩，毕素娟一清二楚。“昨天一天，我就发现
了一个破损的窨井盖，几个占道经营的，最近常有大
风，树上又挂了很多垃圾袋。”

毕素娟随身带着可拍手机，发现问题就拍下来存
证。“我们要把照片随时传回数字化中心，中心再协调

相关部门处理。”
像毕素娟一样天天拿着相机在街上转悠的工作人

员，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还有 600多名，他们构成了数
字化中心城市的“移动侦察兵”。

“我们把郑州分成一个个豆腐块一样的网格，每个
网格里包含若干街道，监督员每天都要在所负责的网格
内全天候巡逻。”数字化中心副主任郭勇说，郑州三环以
内，目前按照管理区域繁华程度不同被合并划分为355
个责任网格，每个网格平均有监督员1.5人次，“仅去年一
年，监督员共发现、上报各类事部件案件49万件，这些事
件按照所属类别不同，分别移交给负责部门处理。”

开微博邀市民共同管
理城市

如果说数字化中心还是城市
管理的官方途径，那么微博则被称
为是“邀请郑州市民一起参与城市
管理的平民途径”。

10 月 17 日 7 时 40 分，家住冉
屯路附近的网友“若即若离_豫”像
往常一样骑车上班，路过桐柏路棉
纺路口附近地下通道时，发现路北
的一个窨井盖破损严重。

网友“若即若离_豫”随即下
车，用手机拍照存证，并在半个小
时后上传至微博。

17日11时40分，“郑州市城市
管理局微博 ”回复“若即若离_
豫”：市政管理处已到现场调查核
实，已确认该井盖为通信电缆井，
已协调通知各通信电缆单位到现
场处理。目前电信电缆单位经辨
认，否认为其产权，其他通信单位
尚未回复。下午 6 时，“郑州市城
市管理局微博 ”发布消息：经数字
城管中心多次与各通信电缆单位
协调，并经现场辨认，该窨井属于
联通公司，该公司已于下午5时50
分进行修复并安装了新井盖。

这只是“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微
博”每天所需要处理的数十个问题
中的一个。

正因如此，才有了微博刚开通
两个多月就拥有 5 万余名粉丝的
事实。“通过微博让市民能够更加
快捷、方便地反映问题，也让市民
感受到我们的工作态度和办事效
率。”市城管局办公室主任周英杰
说。

随着市民反映问题途径的拓
宽和发展，越来越多的郑州市民加
入城市管理当中。市公安局的官
方微博“平安郑州”，市交运委官方
微博“郑州交通”，市环保局官方微
博“绿色郑州”，市互联网信息办公
室官方微博“郑州新闻”等已吸引
了上百万网友关注。

正如网友“若即若离_豫”所
说：“微博带来的便捷、友好的网络
互动加上城市管理部门现实中积
极的主动作为，一座更加精细化管
理、更加贴近民生、充满人文的大
都市就在你我眼前。”

除了监督员，数字化中心还培养了3名“线人”，分
别是市民、督察员和社区。

“郑州所有城管问题，市民都能打12319投诉和反
映。社区发现问题，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反映。”郭勇
说，12319 是去年开通的专为市政服务的热线。“我们
数字化中心可以通过这个电话，以现场检查和数据为
依据，帮助现场取证，解决问题。”

在数字化中心的大厅里，有一面墙上密密麻麻悬
挂着几十个监控屏幕，每天有数十个工作人员要全天
候盯着屏幕上的画面——通过电子眼传送过来的郑州
街道画面。

为了更好地进行监控，数字化中心安装的70个高
清电子眼与公安部门、各个社区的数百个“电子眼”可

共享。
每一天，这些“线人”们收集来的上千个问题都要

统统容纳进“郑州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”。
“这些案件反馈到数字化中心后，由工作人员输

入郑州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。”郭勇说，数字化中
心采用“城市事件部件管理法”，把案件分为公共
设施、道路交通、环卫环保、园林绿化、房屋土地、
其他设施等 6 大类 98 小类，“按照类别不同，系统
再把案件派遣给相关职能部门，职能部门在电脑
前几乎可同时看到案件，从而确保案件的及时发
现、及时整改、及时解决。”

“这些线人再加上我们的监督员，在整个郑州构建
了一张无间隙、全覆盖的城市管理网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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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是城市的“移动侦察兵”，全天候巡逻在355个责任网格里

这里是城市信息的集散地，构建着无缝隙、全覆盖的城市管理网络

要用一句话来描述中心的工作，郭勇会这样说，“我
们是一个大管家，利用电子设备、监督员、市民投诉等受
理城市管理的大小事，小到窨井盖，大到突发事件。”

2009年初正式投入运行的数字化中心，建立之初

就是为了“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”。运行3年以来，
三环以内320平方公里已全部覆盖郑州数字城管系统，
三环至四环之间的地理基础数据建设预计年底前完
成，届时，四环以内也可实现全覆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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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城市管理转为常态的、长效的、精细化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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